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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思想为指导，团结和l带领全县青年在建

设现代化新灵川的征途巾建功立业 》 工作报

告;选举共青团灵川县第十二届委员会委员

25 人，候补委员 8 人，常委 9 人，书记 1 人、

副书记 2 人，书记苏霞

主要活动

思想教育活动 1991 年，全县开展"向

雷锋学习"活动，近千名青年闭员参加，城

关一小被桂林团地委评为"学雷锋先进集体"

1992 年，团县委被共青团广西区委评为"学

雷锋活动先进集体 o 1995 年，采取多种形

式，组织全县青年团员开展学习中共中央颁

发的 《爱同主义教育实施纲要 》。 其中，举办

青年闭员积极分子培训班 4 月]，参加人数 200

第十一篇政党群众团体

多人;举办文艺晚会 1 次，参加人数 400 多人，

观看人数 2000 余人;举办演讲比赛 l 次，参

与人数 1000 余人。 1997 年，开展"迎香港回

归暨建团七十五周年知识抢答赛近千名优

秀青少年参加活动。 1999 年，开展"向新时

期的好战士一一-李向群学习"活动，组织全

县近万名中小学生分批次到抗洪英雄李向群

生前部队参观，学习其生前英雄事迹。 2001

年，组织开展"台湾一一祖国宝岛在我心中"

为主题的宣传教育活动。 在活动巾，组织学

校和机关闭委、团支部制作 40 余块宣传板

报，在县城主要街道展山，同时向市民发放

宣传单 5000 余份;在全县高叶 I学校组织 3 场

演讲比赛，近 3000 名青年学生参加。 2003 年

3 月，把"弘扬雷锋精神，倡导文明新风"活

动与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结合起来，

开展"青年志愿者为民服务一条街"

活动。 活动内容有:理发 、 电器及自

行军修理 、 医疗咨询、茧'血压量体温、

法律咨询等，参与自愿服务者 100 多

人，接待群众咨询服务 2000 多人次，

为群众义务理发 100 多人，义务修理

电器及自行车 200 多台(辆)。 活动

开展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2005 年

10 月，举办"世界珍稀蝴蝶科普展览

向青少年开展科普教育，培养青少年

学科学、爱科学的良好美德，有近万

名学生参观了展览。

2008 年 3 月，团县委组织共青团志愿者在县城开展学雷

文体活动 1991 年，举办"税

法知识、故事大王"演讲比赛，同年

10 月，举办灵川县肯周青年硬笔书法

大赛及国庆游园活动。 各种活动近千

锋活动(团县委供图) 名青年参加。 1994 年，举办十大业余

501 



灵1'1 苦苦IIitI;ZJI

歌手暨舞蹈大奖赛和开展"岗位练兵技术比

武"活动。 活动开展既丰富了青年人的业余

文化生活，又为年轻人积极向上提供了平台，

在活动中有数十人取得了好成绩。 1996 年，

举办"袭宇杯"篮球赛、趣味游同活动。 "袭

宇杯"篮球赛全县有数十个队几百名青年参

加，趣味游园活动吸引市民近千人参加。 活

动开展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2001 年，开

展乡村青年文化活动，活动中数千名青年组

成十多支文化宣传队伍，下到村屯宣传党的

方针、政策，有的还编排文艺节日为群众演出;

是年，全县建起青年文化读书室 120 家，有

图书 l 万多册。 年内， 1羽县委和灵川镇团委

分别获自治区团委授予"乡村青年文化节优

秀组织单位"和"广丙五四红旗闭委"称号。

2005 年 5 月，闭县委在县城灵南路街头举办

现场绘阿活动。 活动开展数十名绘画爱好者

现场表演，吸引近千名市民观看。

其他活动 1994 年，组织推荐评优工作，

共评选出优秀农村团支书 21 名，选拔出青年

星火带头人 146 人;团支部创办经济实体 4 个，

帮扶脱贫 18个，开发农业基地 102个。 1997 年，

团县委率先在 322 国应线灵川段旁创办青年

科技养鸡示范场一个，次年养殖初见成效。

1999 年，积极开展绿色希望t程，发动全县

团员青年，开展共同保护母亲河一一漓江和

甘棠江活动，并筹集 1 万多元资金用于保护

母亲河。 2000 年，开展共青团领办科技项目

活动。三街镇团委建立草莓育苗基地一个、

职业中专团委建立养鸡场示范基地一个、潮

囚乡团委建立芦田水库养殖基地一个、海洋

乡团委建立速生早结向果种植基地一个、兰

田瑶族乡团委建立罗汉果种植基地一个，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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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委开办项目收到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 2002 年，落实农村青年"诚信创业"工程，

为三街镇民兵防火队争取到 4 万元贷款，创

建一个 4 公顷美同红提基地。 2005 年，建立

健全"青少年维权岗"机制，开展创建优秀"青

少年维权岗"活动。是年底，灵川县法院少

年法庭被评为全同"优秀青少年维权岗灵

川县培智学校被评为自治区级"优秀青少年

维权岗"。 同年，在推动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

工作方面， 3 次为全县农村青年提供招聘用工

信息，推荐农村青年 120 人外出务工。

希望工程 1993 年，团县委设立灵川县

"希望t程"指导委员会 1995 年，由桂林地

区物资发展总公司捐赠 15 万元，新建j朝田乡

旺塘发展希望小学。 1996 年，桂林地区物资

发展总公司捐赠 42.8 万元，新建三街镇广化

发展希望小学。 1997 年，因县委组织捐赠 10

万元，新建兰田民族希望小学。 2004 年，希

望工程全国监察委员会巡视员、原上海宗教

事务局局长何全刚捐赠 60 万元，新建定江镇

福禧希望小学。 2005 年，由澳门新青年协会

捐赠 25 万元人民币，新建三街镇澳门中华新

青年协会希望小学。

附:中国少年先锋队

1992 年，灵川县潭下中心小学大队辅导

员曾庆莲，被共青团广西区委评为"优秀少

先队辅导员 " 0 1994 年，成立少先队灵川县

工作委员会，全县少先队辅导员共 850 名 。

1995 年以来，开展"三学三助"和"手拉手"

等活动，至 1996 年，桂林、灵川有 7 所学校

与灵JI17 所乡镇小学结成"手拉手"联谊学校。



第六节机关事务

机构

1998 年 11 月，成立县机关事务管理局(简

称县机关局)，正科级事业单位，内设股(室)

6 个 : 办公室、财务室、水电室、保卫室、物

业管理办公室、车队(含汽修厂) ;二层机构

7 个 :灵川宾馆、县政府招待所、县政府食堂、

灵奉公司、南方酒店、影剧院(人民会堂)、

驻桂办事处。 核定机关事业编制 56 名(含四

办司机、勤杂人员编制 31 名)，实有人数 48

人。 2005 年，所设股(室)和二层机构不变，

编制 56 名，实有人数 50 人

1998-2005 年，历任局长 : 杨广森、廖

丸息。

物业管理

物业管理主要集巾在县委、县政府办公

大院和县机关局管辖的四个大院干部职工住

宿区。 1999 年，县机关局管辖干部职工住房

30 余栋， 500 余户 。 这些房子大部分年久失修，

其中有 15 栋住房房顶存在着暑夏酷热、雨季

漏水的现象。 为改变这一状况，机关局筹集

资金 35 万元，对该 15 栋住房进行全面整修、

补漏、翻新隔热层，同时对房顶的环境卫生

也进行了整治。 200 1 年，筹集资金 50 余万元，

完成 r县委、县政府办公区和四大住宿区的

环境绿化、美化、硬化工作。 建设县委园林

t程 2500 平方米，绿化带 1 500 平方米;住

第十二篇政权政协

宿区地面硬化 577 平方米，路面维修 1002 平

方米;建起了庭院小绿地、小花圃，安装了

石桌、石凳等设施，为干部职t提供了一个

休闲、纳凉、娱乐的场所。 2005 年，为搞好

南珠杯迎检工作，对县委和县政府办公大楼

外墙进行全面清洗，同时配合县执法检查组

对四大住宿区临街住户防盗网进行了拆除。

后勤工作

财务管理 1999-2005 年，财务上主要

负责管理县委、县政府、人大、政协(简称

县四大班子)及部、委、办、局等 38 个有关

单位的工资发放、业务经费账日管理及现金

支付。 在经费管理上主要做法 : 按照县委、

县政府有关财务管理制度，严格控制财务支

出，保证办公经费正常支付;经费上千方百

计保证县四大班子工作正常运转;做好县四

大班子各种大型会议的后勤保障;精打细算，

节约资金;员工廉洁向律，做到收支清楚，

账口日清月结。 由于执行严格的财务管理制

度，保证了 38 个单位和四大班子工作正常运

转及干部职工工资按时发放。

车辆管理 1999 年，县四家班子总计

有车辆 20 多辆，由于军少人多，县机关局

车队实行队长负责制，对车辆做到合理调

度、统筹安排，保证了领导t作用车。 为了

节省开支，县机关局开始筹建内部汽车修理

厂和洗车场。 2000 年，汽修厂和洗车场投

入使用，做到四大班子领导车辆保养和洗车

不出门 2002 年 ， 加大投入 . 完成汽车喷

漆、大修等科目 。 仅此一项，每年为财政节

约经费 20 余万元。 2005 年，严格控制车辆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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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支出，凡是车辆的大小修理、零配件采购

以及车辆加油等，都由机关局统一负责。 由

于实行了经费控制，每年可节约经费 10 万

余元。

综合服务 县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县委、

县政府办公区和机关局管辖的四大院干部职

工住宿区的安全保卫、公共设施维修、清洁

卫生等工作。 两大办公区约 80 余个单位，生

活区共 500 余住户 。 1999-2005 年，安全保

卫工作实行每天 24 小时值班制度，节假日都

安排人员值班，在重大节日长假期间，为保

证办公区域安全，要求办公区域内所属单位

每天安排人员协助保卫室工作，为防突发事

件，保卫室制定切实可行的预警方案。 水电

管理工作，管理人员实行每天 24 小时负责制，

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每年维修水电设施上百

件(次)，保障了办公区域和生活区域正常用

水用电;卫生清洁工作做到每天一清扫，不

留死角，垃圾及时清理运走，保证办公环境

和生活环境清洁舒适。

第三章人民政协

1991-2005 年，中同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灵川县委员会(以下简称县政协)历经 4 届，

共召开全体会议 18 次，常务委员会议 63 次，

主席会议 155 次，提出提案 1113 件，办复

926 件，收集社情民意 266 条，写出调查报告

183 份 。

灵川县政协在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

参政议政职能的过程中，开展广泛深入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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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研究，体察民情，反映民意，集中委员的

智慧，为灵川的经济建设建言献策，协助县

委和县人民政府解决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重要

问题。

县政协在履行自身职能的同时，注重发

挥自身的优势，加强与海内外侨胞和亲友的

联系，为灵川的经济建设引进资金和人才。

并加强与县内农工民主党、国民党革命委员

会、致公党成员的联系，充分昕取他们的意见，

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其中 1~农工民主党

成员被选为县政协副主席和灵川县有突出贡

献的拔尖人才。

县政协在中共灵川县委的领导下，坚持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原则，适时召开政

协委员座谈会、茶话会、联谊会等，请中共

灵川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通报全县经济

发展情况，倾听委员的意见和建议，协调县

内有关单位予以落实，政协委员的作用得到

了充分发挥。

第一节机构

常务委员会

政协灵川县常务委员会，由主席、副主

席、秘书长和常务委员组成，经全体委员会

议选举产生。 常务委员会闭会期间，由主席、

副主席、秘书长组成主席会议，处理常务委

员会的重要日常工作。

第三届县政协常务委员会， 1991 年 1 月一

1993 年 11 月，由李玉保任主席，涂现伟、胡

广新、秦卫东、陈景文、冯永龙、崔罔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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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案(件， 其中 其中
年度 调处(件)

含积案) 水利(件) 土地(件) 山林(件) 水利(叫土地(件) 山林(件)

合计 2204 252 661 

1991 275 39 57 

1992 261 41 58 

1993 193 14 41 

1994 149 8 42 

1995 114 24 67 

1996 180 23 47 

1997 251 29 65 

1998 165 22 69 

1999 147 13 43 

2000 116 13 70 

2001 119 14 51 

2002 91 5 22 

2003 73 4 17 

2004 62 2 10 

2005 8 1 2 

注 :表中 数据由县三大纠纷调处办公室提供

组织协调机制、群体性事件和突发性事件处

置机制)和"五个一"领导包案调处机制(一

件矛盾纠纷，落实一名责任领导，组成一个

工作班子，制定一个处置方案，确定一个解

决时限)。 是年，灵川县落实县、乡领导包案制.

并组成 4 个工作组，对全县排查出的 80 起疑

难矛盾纠纷进行重点调处，当年调结 67 起(含

县际 8 起)，调结率 83.70%。

2005 年，灵川县制定 《灵川县关于集中

力量调处土地 、 山林、水利纠纷实施方案 ~，

实行现场办案制度，要求调处人员在第一时

间赶赴群体性纠纷现场处理办案。 是年，全

1291 2134 247 606 1281 

179 264 39 56 169 

162 242 41 57 144 

138 179 14 39 126 

99 136 8 36 92 

23 200 24 63 113 

110 156 23 42 91 

157 228 27 53 148 

74 

91 

33 

54 

64 

52 

50 

5 

154 22 63 69 

131 10 39 82 

105 13 61 31 

114 14 49 51 

86 5 21 60 

70 4 15 51 

61 2 10 49 

8 7 5 

尧乐村委桥边村与李家湾、姚家、豆腐胆 3

村的水利纠纷，灵田乡力水村委上廊、印塘

两村与江南村民毁树种树纠纷，潮田乡寨底

村委寨底、黄家两村与大境瑶族乡大境村委

灯明村的水利纠纷等。 是年，实行"兰大纠纷"

排查月报制度，制作"三大纠纷"受理、呈送、

结案登记表，要求相关部门限期办理。

第六章军事

年受理"三大纠纷"案 8 起，调结 7 起，调 1991 年，灵川县地方军事工作主要由灵

结率 87.50% ，其中最为突出的纠纷有海洋乡 川县人民武装部负责。 是年，县人民武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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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地方建制，由 中共灵川县委员会书记兼任 资 230 吨，解救灾民 3100 多人，挽回经济损

中共灵川县人民武装部委员会第一书记。 县 失 4000 多万元。

人民武装部政委和部长分别有一人参加中共

灵川县委员会常委会议，一人参加灵川县人

民政府常务办公会议。

1996 年 4 月，县人民武装部收归军队建

制，隶属桂林军分区。 县人民武装部政委和

部长继续分别参加县委常委会和县政府常务

办公会。 是年，成立灵川县国防动员委员会，

与县人民武装委员会实行两块牌子一套班子

领导，由历届县委书记任第一主任， 一名县

委副书记任主任，进一步加强党对地方武装

的领导。

1991-2005 年，县人民武装部在认真做

好兵役登记和征兵工作的同时，按照 《 民兵

工作条例 》 建立健全全县民兵组织，并定期

开展民兵训练和民兵教育，

协调驻军开展拥政爱民和

军民共建活动。 其间，九

屋民兵应急分队于 1999 年

被桂林警备区 、 桂林市委 、

市人民政府命名为"李向

群"民兵应急分队，并分别

于 2000 年、 2001 年立集体

三等功和集体二等功各一

次。 灵川驻军积极支持地方

经济建设，其中， 1991-

2005 年，累计出动官兵 2.1

万人次参与灵川县灭荒造

林大决战和驻地的抗旱活

动;出动官兵 8500 人次、

车辆 950 台次参与灵川县

抢险救灾，共运送救灾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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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部长

部长

部长

部长

部长

部长

副部长

副部长

副部长

副部长

副部长

政委

政委

政委

政委

政委

政委

姓名

唐有生

文贤友

黄正社

胡乐勇

罗奇志

夏 平

文贤发

林聚祥

秦全生

i王业华

万子健

李庆森

唐有生

傅崇恩

王道平

刘爱平

万子健

第一节机构驻军

地方武装管理机构

县人民武装部 1991 年，灵川县人民武

装部(简称县人武部) 属地方建制，受桂林

军分区和中共灵川县委双重领导，设办公室 、

军事科、 政工科，有官兵 25 人。 1996 年 4 月，

县人武部收归军队建制，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灵

川县人民武装部，为正团级建制，由中共灵

川县委书记兼任中共灵川县人民武装部委员

会第一书记和灵川县人武部第一政委。 是年，

性别 民族 籍贯 任职时间

男 汉族 广西灵川县潭下镇 1986.06-1995.01 

男 汉族 广西全州县 1995 . 01一-1999.05

男 汉族 广西全川县 1999.05-2002.05 

男 i又或矣 江西省乐乎市 2002.05-2005.04 

男 汉族 湖南省城步县 2005 .04-2005.07 

男 汉族 重庆市 2005 . 07一

男 汉族 广西全川县 1991.11-1995.01 

男 ?又看失 广西恭城县 1995 . 01一一1996.03

男 汉族 广西灵川县灵川镇 1996.04一一1998.12

男 汉族 湖南省常德市 1998.12-2001.05 

男 汉族 湖南省记江市 2001 .05-2004.08 

男 i又看矢 广西全州县 1986.05-1995.01 

男 i又看矢 广西灵川县潭下镇 1995.01一一1998.05

男 汉族 河南省郑州市 1998.05-2000.05 

男 汉族 湖南省洞 口县 2000.05-2003.02 

男 汉族 湖南省记江市 2003.02一一2005.04

男 i又看i~ 湖南省记江市 2005.04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信访局工作人员每月补津贴 80 元， 2005 年 5

月提高到每月 200 元。

纪委津贴 1993 年 10 月执行，纪委工作

人员每月补津贴 60 元。

乡镇村委干部误工补贴 1991 年，灵川

县村公所干部误工补贴为:正职每人每月 35

元，副职每人每月 30 元，其他村干部的误工

补贴每人每年 50 元。 1995 年，村干部误工补

贴有所增加，正职每人每月 55 元，副职每人

每月 50 元，其他村干误工补贴每人每年 80 元。

2002 年，村委干部误工补贴统一为:正职每

人每月 220 元，副职每人每月 200 元，资金

来源于县、乡财政按比例拨付;其他村委干

部在任职期间内由乡镇财政每年一次性发放

误工补贴 150 元。 2005 年仍沿用 2002 年补贴

标准。

街道居委会干部工资 1991-2001 年，

灵川县居委会干部由在职干部兼任，无T.资

收入。 2002-2005 年居委会干部的工资收入

参照村委干部误工补贴标准执行。

福利

婚丧假待遇 国家规定的婚、丧假均为

3 天，男年满 25 周岁，女年满 23 周岁初婚的

职工，另增加晚婚假 12 天 。 休假期间均按出

勤计发全额工资，休假天数含周末和节假日

在内 。

探亲假职工配偶两地分居，每年给予

一方探亲假一次，假期为 30 天。 未婚职工探

望父母，原则上每年给假一次，假期为 20 天，

如果因为工作需要，本单位当年不能给予假

期，或者职工自愿两年探亲一次，可以两年

第十四篇民政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编制

给假一次，假期为 45 天 。 已婚职工探望父母

的，每 4 年给假一次，假期为 20 天 。 在规定

的探亲假期和路程假期内，按照本人的标准

工资发给工资。 职工探望配偶和未婚职工探

望父母的往返路费，由所在单位负担。 已婚

职工探望父母的往返路费，在本人月标准工

资 30% 以内的，由本人自理，超过部分由所

在单位负担。 上述假期均包括公休假日和法

定节假日在内 。

生青假女职工生育享受不少于 90 天的

产假。 女职工在 24 周岁以上生育第一胎的，

增加产假 14 天，同时给予男方护理假 10 天;

在产假期间领取《独生子女优惠证》的，另

增加产假 20 天。 休假期间均按出勤计发全额

工资，休假天数含周末和节假日在内 。

企业单位病假待遇灵川县企业职工患

病期间，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的，由企业支付

病假工资或病假救济费，病假工资或病假救

济费可以低于最低的工资标准的 80%。

公职人员死亡丧葬费、丧葬补助费 灵

川县同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死亡火化

的，按规定发给安葬费。 1991 年为 500 元。

2001 年，提高至一般干部职工 2500 元，科级

干部 3000 元，处级干部 3500 元。

病故或因工(公)死亡人员亲属抚恤费

1986 年 7 月，灵川县贯彻执行自治区财政厅

《关于事业单位人员因公牺牲、病故一次性抚

恤金标准的通知 》规定 :病故人员的一次性

抚恤金，按其病故时的 10 个月工资计发，但

其最高数额不得超过 3000 元。 因公牺牲的，

按其生前的 20 个月 t资计发;授予英雄、模

范称号的，增发应领一次性抚恤金的三分之

一 ;荣立二等功以上的，增发应领一次'性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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恤金的四分之一。

1994 年 11 月，灵川县执行国家人事部、

财政部的规定:批准为烈士的，其遗属一次

性抚恤金按烈士生前 40 个月工资计发;因公

牺牲或非因公死亡的抚恤金仍维持 20 个月和

10 个月不变。 同时取消了 1986 年对病故人

员一次性抚恤金最高数额不得超过 3000 元的

规定。

2004 年 10 月，灵川县执行民政部、人

事部、财政部《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及离

退休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发放办法的通知 》

规定:被追认为烈士的，为本人生前 80 个月

基本工资或基本离退休费;因公牺牲的，为

本人生前 40 个月基本工资或本人离退休费;

病故的，为本人生前 20 个月基本t资或离退

休费。 计算方法:按本人生前最后一个月基

本工资为基数计发。 其中公务员为本人基本

工资和级别工资之和;机关技术t人为本人

岗位工资和技术等级(职务)工资之和;机

关普通工人为本人岗位工资;国家机关离退

休人员按本人生前最后一个月的国家规定的

基本离退休费为基数计发。

遗属生活困难补助费 1991-2005 年，

灵川县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死亡火

化的，除按规定发给安葬费、一次性抚恤金

外，另由死者生前工作单位按其死亡当月工

资合计发给遗属三个月(不含死亡当月)工资。

从第四个月起，对符合困难补助条件的遗属

给予定期补助。

带薪年休假 1990 年 7 月，灵川县恢复

党政机关干部休假制度，参加工作满 10 年以

上者，均可享受年休假待遇。 工作 10 年不满

20 年的，年休假 10 天;工作年满 20 年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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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年的，年休假 15 天;工作年满 30 年以上的，

年休假 20 天 。 企事业单位正式职工工作年限

满 5 年以上者，均可享受年休假待遇，工作 5

年不满 10 年的，年休假 7 天;工作年限满 10

年不满 15 年的，年休假 10 天;工作年限满

15 年以上的，年休假 14 天。 此规定延续至

2005 年。

第七节退休， 退职

退休

干部退休 1991 年，灵川县执行党政机

关、事业单位干部女年满 55 周岁，男年满 60

周岁办理退休，当年办理退休的干部 111 人。

1995 年退休 113 人， 2000 年办理退休 247 人。

2005 年办理退休 264 人 。

工人退休灵川县党政机关、事业单位

的工人女年满 50 周岁，男年满 60 周岁办理

退休。 企业职工女年满 50 周岁(特殊工种 45

岁)，男年满 60 周岁(特殊工种 55 岁)办理

退休。 1991 年办理工人退休佣人， 1995 年

142 人， 2000 年 125 人， 2005 年 210 人。

因病退休干部职工女年满的周岁，男

年满 50 周岁因病可退休。 工作 20 年以上的，

按月领取 70% 的退休费 ;10一19 年的，按月

领取 60% 的退休费。 1991 年办理病退 21 人，

1995 年办理病退 10 人。

退休待遇灵川县党政机关单位干部退

休费按本人工作年限满 35 年的，按月领取

88% 的退休费;满 30 年不满 35 年的，按月

领取 82% 的退休费; 20-29 年的，按月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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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度 项目名称 下达项目单位 承担单位

垄谷机与喷风碾米机试制 县科委 县机械厂

垄稻沟养鱼 自治区农业厅 县畜牧水产养殖局
1993 

江河流水养鱼 自治区农业斤 县畜牧水产养殖局

农村商品生产全程服务试点 自治区科技斤 县科委

TTZ420B停回特凸』反印刷丰几 自治区科技斤 县机械厂

1994 银杏黄嗣浸音中试 自选 桂林天康桔物制所

广西大豆优质高产工程 自治区农业斤 县科委

环境污染治理对策研究 县科委 县科委

1995 消灭晃症疾病方法研究 县科委 县卫生防疫站

灭鼠方法研究 县科委 县卫生防疫站

桂北万亩银杏丰产综合技术 农业部 县科委

138例狂犬病死亡调查现状及对策研究 县科委 县卫生防疫站

二系杂交稻新组合试验示范 县科委 县种子公司

水稻塑盘抛秧新技术 县科委 县农业技术推广站
1996 

池塘主养淡水百鲤鱼高产试验 县科委 县水产技术推广站

水稻化肥深施示范推广 县科委 县农机技术推广站

大典甜竹育苗基地示范工程 县科委 县林业技术推广站

炎药l净液新产品试制 县科委 县兽药厂

广西农村可持续发展试点示范
自治区科技斤 县科技局 、 县能源办

一一灵川县九屋村

八万亩毛竹低产改造工程 县科委 县林业局
1997 

两万亩白果早结丰产 县科委 县科技局

柑楠黄龙病防治 县科委 县水果总站

建筑砂浆外力口剂赛石灰 县创新化工建材厂

138例狂犬病死亡调查现状及对策研究 县科委 县卫生防疫站
1998 

番茄嫁接栽培技术示范 自治区科技斤 县科技局 、 海洋乡科委

;显法活性碳酸钙 市科技局 桂林全山化工公司

脆蜜全桶优质高产模式 市科技局 县科技局
1999 

黑麦草栽培及利用技术推广 县畜牧水产养殖事业管理处自治区农业斤

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 农业部 县农机局

专用复合肥开发 市科技局 县科技局农业局

灵川脆蜜全桶优质高产技术研究 市科技局 县科技局

2000 银杏丰产稳产组装配套技术研究 市科技局 县科技局

低海拔摆竹栽培试验 市科技局 县科技局

毛竹丛枝病防治技术研究 自治区科技斤 县林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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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度 项目名称 下达项目单位 承担单位

灵川县千亩旅游观光农业示范 自治区农业厅 大主于镇村委、 县科协推广站

罗汉果高产稳产技术示范 自治区科技斤 兰田乡人民政府

电脑农业专家系统开发及应用一一早熟梨种源
自治区科技斤 县科技局大抒镇科委

基地

森林瀑布景区青少年生态环保科普示范 自治区科技斤 桂林古东旅游公司
2001 

柑桶专家系统应用示范 市科技局 县科技局

鲜食大枣引种试验 市科技局 县科技局

虹鲜引种养殖试验 市科技局 县水产站
, 

红辉弗石的高效加工和应用技术开发 市科技局 桂林全山思达公司

亚洲黄羊饲养及繁殖试验 市科技局 县科技局 、 县草食办

亚洲黄羊繁殖技术研究 市科技斤 县科技局

科技示范村建设 市科技斤 县科技局

药用苦瓜筛选及高产示范基地建设 自治区科技斤
县科技局

兰回乡政府

灵川县脆蜜金桶早结丰产示范园及苗圃基地灾
自治区科技斤 县科技局2002 后建设

银杏丰产技术示范研究 市政府 县科技局

管式气流抛秧器 农业部 县农机局

农村科技专家系统开发及应用 科技部 | 县科技局

灵川县药用苦瓜灾后恢复示范 自治区科技斤 县科技局

黄牛品种改良及规范化养殖技术示范 市科技局 县科技局 、 县畜牧局

银杏优质高产组装技术研究 市科技局 县科技局
2003 

毛竹丛枝病防治技术研究 自治区科技斤 县林业局

早熟梨种源基地 自治区科技斤 县科技局、县水果总站

蔬菜深加工技术开发 市科技局 县灵水食品厂

2004 海洋蜜挑规范化栽培技术示范 市科技局 海洋乡政府

马头山羊养殖试验 市科技局 县科技局

电脑农业专家系统开发及应用 自治区科技斤 县科技局 、 县农业局

灵川县脆蜜全桶示范基地建设 自治区科技斤 县科技局

灵川县脆蜜全桶示范基地灾后建设技术示范 自治区科技斤 县科技局

2005 
蘑菇露地栽培技术研究及应用示范 市科技局 县科技局

造纸专用轻质碳酸钙开发 市科技局 桂林金山化工公司

广西科技信息服务节，或灵川节点建设 自治区科技斤 县科技局

灵川县多媒体农业科技信息互动点播网建设应
市科技局 县科技局

用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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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合格 1410 项次，合格率 93.87%，监测覆

盖率 89.43% 。

2005 年，对公共场所经营单位年审换证

291 户，对其从业人员体检 542 人;对 518 户

公共场所经营单位进行卫生监测 152 1 项次，

合格 1346 项次，合格率 88.49%。

第五节妇幼保健

妇女保健

婚前医学检查 灵川县婚前医学检查(以

下简称婚检)始于 1989 年 9 月，由县人民医

第十六篇文化体育卫生

院承担，民政部门凭婚检报告单办理结婚登

记手续。 1 991 年，全县应婚检人数 3252 人，

实检 1147 人，婚检率 35.27%，其中检出患

病 188 人(传染病 75 人，生殖系统疾病 85

人，内科疾病 7 人，其他疾病 21 人)，患病

率 16 .39% 0 1992-1993 年，全县 13 个乡镇

卫生院均设有婚检点。 1993 年起，婚检人数

逐年增加，当年，应婚检 2172 人，实检 1 734 人，

婚检率 79.83% ，检出患病 136人(传染病9 1 人，

生殖系统疾病 30 人，内科疾病 15 人)，患病

率 7.84% 0 1995 年应检 3634 人，实检 3482

人，婚检率 95 .82%，检出患病 230 人(传染

病 1 38 人，生殖系统疾病 60 人，内科疾病 29

人，其他疾病 3 人)，患病率 6.61% 0 1999 年，

表 16-4 1991-2005 年灵川县婚前医学检查情况表
单位:人

检出疾病分类情况

年份
应检 实检 婚检率

检出疾 患病
其 中

人数 人数 (% ) 
病人数 率( % )

指定 生殖系 内科 其他

传染病 统疾病 疾病 疾病

1991 3252 1147 35.27 188 16.39 75 85 7 21 

1992 3388 1209 35.68 100 8.27 79 16 2 3 

1993 2172 1734 79.83 136 7.84 91 30 15 () 

1994 3698 3252 87.94 120 3.69 。 24 6 90 

1995 3634 3482 95.82 230 6.61 138 60 29 3 

1996 2288 2186 95.54 166 7.59 79 45 39 3 

1997 3486 3336 95.70 222 6.65 153 18 48 3 

1998 3502 3342 95 .43 390 11.67 323 6 59 2 

1999 3962 3920 98.94 432 11.02 4 16 408 4 

2000 4102 4044 98.59 942 23.29 5 353 583 1 

2001 3764 3640 96.71 579 15.91 15 287 277 。

2002 3696 3632 98.27 564 15.53 489 46 28 1 

2003 4496 2996 66.64 458 15.29 248 42 16 152 

2004 5118 172 3.36 5 2.91 5 O 。 。

2005 4582 36 0.79 2 5.56 2 。 。 。

注 :表中 数据由县卫生局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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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检 3962 人，实检 3920 人，娇检率 98.94% ，

这是灵川实行婚检以米婚检人数最多的一年，

检 H\ 患病 432 人(传染病 4 人，生殖系统疾

病 16 人，内科疾病 408 人，其他疾病 4 人)，

患病率 1 1.02%

2002 年，灵川县婚检统一由县妇幼保健

院办理，县人民医院和乡镇卫生院不再承担

婚检，当年应检人数 3696 人，实检 3632 人，

婚检率 98.27%，检山患病 564 人(传染病

489 人，生殖系统疾病 46 人，内科疾病 28 人，

其他疾病 1 人)，患病率 15.53%。

2003 年，执行修订后的 《 巾华人民共和

国婚姻登记条例 ~，新婚夫妇可以自愿边择是

再婚检，到民政部门办理婚姻登记时，也不

需 JLH 示婚检报告单，如检率急剧下降 当年

结婚登记应检 4496 人，实检 2996 人，婚检

率 66.64%，检出患病 458 人(传染病 248 人，

生殖系统 42 人，内科疾病 16 人，其他疾病

152人)，患病率 15.29% ，， 2005 年，应检4582人，

实检只有 36 人，婚检率 0.79% ，检 tl\ 患病 2

人(均为传染病)，患病率 5.56% 。

母子保健保偿 1991 年，灵川县在潭

下镇进行母子保健保偿试点， 1992 年 4 月在

全县推行。 新婚夫妇在婚检时，一次性交纳

母子保健保偿金，领取保健保偿证，怀孕后

即可享受医疗部门提供的保健保偿服务，由

县、乡卫生保健机构负责产前检查、高危娃

振筛查、产后访视、儿童体检等工作，实行

母子保健保偿一条龙服务。 年内，全县新婚

人保 698 人，人保率 54.62% 0 1995 年，儿童

保健保偿金由 20 元每人每年，提高到 25 元

每人每年。 1997 年，新婚人保 1054 人，人保

率 93.03% ;儿童人保 8961 人，其中服务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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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62 人，服务到位率 8 1.04%。

2000 年，儿童保健保偿金由 25 元每人每

年调整为 35 元每人每年，孕产妇保健保偿金

由 35 元每人每年调整为 45 元每人每年

2001 年，新婚人保 1863 人，新婚人保

率 98.72% ;共有人保孕妇 2809 人，服务到位

2591 人，服务到位率 92.24% ;共有人保儿童

1.54 万人，儿童入保率 9 1.36% J

2005 年，新婚人保 3 人，人保孕产妇

4061 人(孕妇 931 人，产妇3'130 人)，产前

检查率 100%;产妇系统保健服务到位 2569 人，

服务到位率 82.08% ;产后访视率 83% ;儿童

入保率 92.44% ;保健服务到位率 89.43% ;妇

女人保率 93.46%。

围产期保健 1991 年，灵川县妇女围产

期保健工作全面展开，县人民医院、县妇幼保

健站、县中医医院，以及各乡镇卫生院普遍建

立妇女围产期保健卡，实行孕产妇系统管理。

督促孕妇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指导孕期保健，

全县孕产妇 4177 人，产前检查 3783 人，产前

检查率 90.57%. 产后访视 3952 人，产后访视

率 94.61% 。 通过产前检查筛查高危娃虫辰，对

筛查出来的高危娃振孕妇实行建梢管理和追踪

检查。 是年，筛查出高危娃振孕妇 188 人，占

孕妇人数的 4.50% 。 孕妇产后 42 天检查一次，

产后访视必须 3 次以上对 91 个村公所开展

孕产妇系统管理，系统管理率占全县行政村总

数的 66.91%，系统管理村公所共有孕妇 3827

人，其巾 3587 人建立了管理卡，并定期进行

产前检查，建卡产检率 93.73%，产前检查 5

次以上 2250 人，占 62.73% 。

1992 年，全县共有孕产妇 4581 人。 其

中 4340 人建立了系统管理卡，系统管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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